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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黄河》如此让人震撼”

记者：中国人心中，“黄河”两个字沉甸甸

的，两部由“黄河”命名的音乐作品也是沉甸甸

的。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诞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窑洞，它因抗战救亡而

生、为战地宣传而鸣，至今回响在音乐舞台和群

众歌咏中。改编自《黄河大合唱》的钢琴协奏曲

《黄河》，与《梁祝》并称为我国交响乐协奏曲的

“ 双 子 星 ”，由 一 代 代 音 乐 家 演 绎 出 不 同 的 版

本。您与这两部经典也有不少的人生交集。

郎朗：的确，我对《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

曲《黄河》有特殊的感情。少年时期，我就开始

练习它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公开演出的经

历。特别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我从国内弹到

国外，从重要外交场合、重大纪念活动弹到专场

音乐会，它总是我最重要的保留曲目。

《黄河》是我国最知名的钢琴协奏曲之一，

上世纪 60 年代末，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等人

集体创作。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聆听殷承宗老师

弹奏《黄河》的感受，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在他

的琴声中，黄河时而轻吟抒怀，时而沉重叹息，

时而怒吼咆哮……宛如近百年中华民族不断抗

争、不断奋进的历史。特别是第三乐章《黄河

愤》，他用钢琴模拟出琵琶一样弹拨乐器的声

音，那个旋律的感染力远远超越了技法，一下子

钻进我心里。

记者：作为享誉世界的钢琴演奏家，您演奏

过不少优秀甚至伟大的音乐作品，《黄河》在您

心目中是怎样的位置？

郎朗：即使与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放在一起，

《黄河》的深度、旋律性、技巧性也毫不逊色。有

一次，我在广州开音乐会，指挥大师祖宾·梅塔

在现场听到了《黄河》。祖宾·梅塔执棒的以色

列爱乐乐团曾演奏过中国的《红旗颂》，细节处

理非常细腻，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场音乐会

后，祖宾·梅塔对我说：“没想到《黄河》如此让人

震撼！它就像《柴科夫斯基第一交响曲》和《李

斯特第一钢琴曲》加在一起的味道。第四乐章

‘东方红’的一段尤其壮观。”当听我介绍说，伴

随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的曲子就是《东方

红》时，他连连感叹：“了不起！”

每次弹奏《黄河》，我都能感受到它所承载

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它的每个乐章都澎湃

着民族的力量。我也丝毫不敢懈怠，每次都拿

出对待最顶尖协奏曲的态度去演奏，也总是寻

找机会向外国朋友推荐它。

作曲家的爱国心是《黄河》的灵魂

记者：如同它的前身《黄河大合唱》，《黄河》

这条在黑白琴键间奔涌的“大河”，总会让我们

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它就是我们的音乐、我们

的情感、我们的历史。

郎朗：我在演奏中，一般会尽力克制情绪，但

仅有的几次落泪都与《黄河》有关。2005 年，我和

指挥家余隆偕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纽约林肯艺

术中心演出。返场时，我们演奏了《黄河》完整的

四个乐章，这是极为少见的！所有的乐手、指挥，

还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眼含热泪。它确实给我

们带来了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充沛的力量感。

常有海外同胞告诉我，无论走到哪里，《黄河》的

旋律一响，中国人的心就凝聚在了一起。

对于中国音乐而言，这首曲子是有革命性

的，它打开了中国音乐的一片新天地。像水墨

画一样，大多数中国传统音乐偏于含蓄、内敛，

追求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殷承宗他们吸收

和借鉴了优秀的国内外钢琴作品，发挥了钢琴

的特殊音色，又将欧洲的作曲技巧与中国的民

族曲调糅合在一起，以绚丽的音乐技巧、丰富的

感情层次和波澜壮阔的音乐意境，形成了中国

音乐少有的雄壮的美学风格。

记者：仔细品味《黄河》，它的精神气质与《黄

河大合唱》一脉相承，又充分发挥了钢琴的艺术

特色。如您所说，它是有力量的，也是好听的。

郎朗：是的，《黄河》风格多变，有《黄河颂》

这样舒缓、流畅、深情的吟唱，也有《保卫黄河》

这样富有战斗力的召唤。作曲家加入了俄罗斯

的钢琴技巧，比如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作

品中的“大八度”，还有李斯特一些协奏曲中的

技巧，你会感觉到，他们是把这些技巧融化在了

深沉的民族感情中。当然，演奏起来难度也较

高，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控制能力。

我演奏过不少音乐作品，有的虽然好听但

很难让人记住，更难让人回味。《黄河》的灵魂是

作曲家的爱国心。它将爱国情感化为旋律，又

将旋律化作力量，所以，它不仅能钻进人心深

处，也能让人一边流泪一边获得精神慰藉、情感

共鸣。悲情的作品总是容易感染人，柴科夫斯

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

钢琴协奏曲》皆是如此。《黄河》的悲情来自我们

都不能忘却的那个时代，它用精湛的音乐技巧

讲述了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树立了中

国音乐美的典范。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听懂《黄河》

记者：这些年，您一直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

音乐，也多次与外国知名乐团合奏《黄河》，有哪

些难忘的合作经历？

郎朗：最近一次是 2019 年，巴伐利亚广播交

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我与指挥大师马里斯·杨颂

斯合作《黄河》第二乐章。这是马里斯·杨颂斯生

前最后几场演出之一，我印象十分深刻。深邃的

大提琴奏出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

复陈述，我们回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描绘黄河

两岸勤劳善良的人民如何劳作与生活……俄罗

斯指挥、德国乐队和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音

乐家一起讲述，那种文化上的碰撞、节奏上的处

理以及细腻复杂的情感表达，独特又有感染力。

《黄河》的代入感很强。我曾在联合国总部

弹奏《黄河船夫曲》，在德国总统府弹奏《保卫黄

河》，也曾在 2019 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

上演奏《黄河大合唱》，我感到《黄河》的旋律和

情绪能化作强大的磁场，将所有人代入进来，沉

浸在它所营造的情绪中。

记者：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时间总会留

下经典。《黄河大合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历

经时代变迁的风雨，扎根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

也飞出国门，担纲文化交流的使者。

郎朗：2006 年，我通过德意志唱片公司全球

发行首张纯中国音乐专辑《黄河之子》，收录《黄

河》协奏曲、《平湖秋月》、《春江花月夜》、《牧童

短笛》等经典作品，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时世

界还不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音乐，没想到，专辑

发行非常好，在美国是金唱片级销量，在德国达

到了双白金唱片级。在德国，《黄河之子》甚至

比我演奏的贝多芬协奏曲还受欢迎。我非常骄

傲，这说明，中国经典音乐在西方音乐市场有影

响力，甚至能比他们的音乐更受欢迎。直到现

在，还有不少外国朋友向我表达对《黄河之子》

的喜爱之情。我的妻子吉娜也是因为这张专辑

喜欢上了《黄水谣》，今年，她将与国家大剧院交

响乐团合作演出这部作品。

肖邦在《革命练习曲》中，把自己的悲愤和

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黄河大合唱》和

《黄河》诞生在特殊年代，表达的却是中国人民

爱好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期盼。不论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都能听懂《黄河》，因为它奏响了和

平这一全人类的崇高理想。

图①：《黄河大合唱》总谱。 资料照片

图②：冼星海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

练唱《黄河大合唱》。 资料照片

图③：钢琴演奏家郎朗。 方嘉玮摄

版式设计：蔡华伟

“每个乐章都澎湃着民族的力量”
——与钢琴演奏家郎朗谈《黄河》

本报记者 任姗姗

纪录电影《进城记》公映了，关于它的故事

要从 8 年前讲起。 2012 年，凭着一股子倔强劲

儿，从没拍过电影、准备回老家种地的我竟然接

触电影了。这来自主管部门的邀约：在全国找

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驻扎上一年，

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就

叫《乡村里的中国》。

我们组建平均年龄 21 岁的摄制团队，在山

东省沂蒙山一个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 373
天。杓峪村有 167 户人家，我们是第 168 户。与

村民朝夕相处，村民的喜怒哀乐便都收录在了

镜头里。我们拍了近 1000 个小时素材，剪辑出

98 分钟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获得中国电影华

表奖等多项大奖，有人称它是“21 世纪农村生活

的标本”。

因为《乡村里的中国》，2016 年，遵义市委宣

传部邀请我们拍摄《出山记》。我坚持不回避贫

穷、不回避矛盾，要不怎么叫脱贫攻坚呢？我们

住进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

漆村。这是贵州省 20 个极贫村镇之一。悬崖上

有个村民组叫泉里，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

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去了 28 次，我摔倒了 12 次，

终于见证公路修到这个村。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 年，我们来到遵

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挑人物

时，我希望有一个年轻人，青春、阳光、上进，有开

始新生活的感觉，最终在《出山记》素材里发现了

覃猛。抽签领房，他开心地说：“如我所愿。”我眼

前一亮。这个情节成了《进城记》第一幕。

覃猛积极乐观，进城后和亲友合资开了小

饭馆和婚庆公司。他的第二个孩子是进城后的

第一代人，也是小区的第一个孩子。《进城记》拍

完后，覃猛跟着我们学习专业的航拍摄影，随团

队拍摄了云南老窝村，从搬迁者变成了记录者。

易地搬迁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

革。农民走出大山难，更难的是翻越一座座精

神上的山。《进城记》中 45 岁的杨多晏，拆迁前在

村里养羊，进城后一度无法适应，气冲冲说要回

老家。后来，社区帮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

做起了贩羊生意，生活有了好转。但贪玩不爱

学习的儿子让他很头疼，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

了趟山里老家。他对儿子说：“过去的老家和现

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要记

着这种改变！”这句话很深刻，也许孩子不能全

懂，但此情此景在他心里播下了种子。

拍《进城记》的条件比山里好多了，难度却成

倍增长。出山的故事写在脸上，进城的故事是藏

在心里边的，思想上的纠结和精神上的脱贫很难

拍。所以《出山记》拍了 1 年，《进城记》拍了 3 年。

好在我们团队有股子轴劲儿，不拍好不回北京。

《进城记》记录了生活流，以中景为主，没有

解说词，只在首尾有字幕。这对创作者要求很

高，更难的是团队所有人要统一风格。近年也

有硕士、博士毕业的年轻人要求加入我们，我开

口就问：“你能在村庄里踏踏实实住上一年吗？”

扎根乡村，与农民共同劳作，才能在他们的生活

中发现故事。这种决心和毅力，对现在的年轻

人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连续 8 年记录农村的脱贫史，拍摄了 9
部纪录片：《出山记》《进城记》《种瓜记》《淘宝

村》《大众村》《油桃妹》《老窝》《大歌》《黄河之水

天上来》。我们用平视的镜头，对准数字背后一

个个活生生的人，忠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及思想转变。也目睹着，为了下一代，为了更长

远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进城的意义。

他们开始渴望城市，勇敢走进陌生的城市。看

到他们在城里的新家安顿下来，饱经沧桑的脸

上露出了笑容，那便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本报记者朱悦华采访整理）

进城的故事藏在心里边
焦 波（《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进城记》总导演）

由 杨 亚 洲 、杨 博

执导，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山东省委宣传

部等联合摄制的电视

剧《经山历海》近期在

央视一套播出。该剧

根据赵德发的长篇小

说《经山海》改编，主

创团队在山东省内 60
余个模范村镇采风，

与上百位基层党员干

部交流，力图艺术展

现沿海乡镇的巨变。

电 视 剧 可 以 成

为 时 代 的 一 面 镜

子 。《经山历海》不回

避乡村振兴中的阵痛

与困难，强调了以人

为本、因地制宜的发

展策略。该剧以女主

人 公 吴 小 蒿 考 入 楷

坡 镇 做 副 镇 长 的 成

长历程为主线，采用

纪 实 性 和 艺 术 性 相

结合的手法，审美化

展 现 了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实 践 。 如 石 屋 村

立足当地红色文化和

土地资源，开展红色

旅游和金银花种植项

目，通过建立爱心食

堂、吸引年轻人返乡

来应对农村老龄化。

安澜村响应“碧海行

动 ”，拆 除 有 环 境 污

染、安全隐患的陈旧

设施，兴建人工鱼礁、

海洋牧场、电商物流

平台，致力于将生态

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实现渔

业可持续发展。平湖

村擅种茶叶，镇政府

抓住茶叶峰会的契机

助其打响“南茶北引”

的品牌，整合各村资

源，以“旅游一体化”

带动“经济一体化”，

促进各村协同发展。

在各项工作的推

进 过 程 中 ，《经 山 历

海》强调了基层干部

的经验智慧和农民的观念觉醒。面对群众对改革

政策的犹豫与怀疑，吴小蒿带头迁坟，带动乡亲们

消除安全隐患、形成文明乡风；慕平川牺牲自身利

益关停冷库和小码头，带领村民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实施产业升级。这无疑是基层党员干部“向前

一步、主动作为”的生动体现。剧中还凸显了乡镇

干部处理问题时因人施策的工作方式，如刘贤达

没有直接满足懒汉常进宝“等靠要”的物质要求，而

是给予其劳动机会，以“扶贫先扶志”的思路帮助其

实现转变。吴小蒿支持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

刘精明进城学习知识，为其解决家庭后顾之忧，他

最终也返乡成为新一任村支书。

特别是，该剧塑造了新一代乡镇干部经山历

海、永不放弃的鲜活群像。他们扎根乡村、甘于奉

献，是当下万千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奋战在农村

改革工作一线，以智慧和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山历海》不仅表现了基层

“引路人”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更通过日常化的

生活细节立体化塑造人物。如吴小蒿就并非常见

的女性干部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形象，其新人之

“新”既表现为对基层工作缺乏经验，又体现为拥

有新的思想、见识和智慧。吴小蒿从履新之初稚

嫩的“小蒿草”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楷

树”，在一次次的任务和挫折中，逐渐悟出“干部就

是干事，上班就是上村，干事不能一厢情愿，上村

不能脱离民情”的道理。她在与同事、村民、家人

的相处和磨合中，逐渐展露其温柔、果敢、亲民、坦

荡的性格。剧中塑造的其他乡镇干部也尽力避免

“高大全”的完人形象。如安澜村村支书慕平川虽

愿意为长远发展拆除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却免

不了意志消沉，在村民和同事们的鼓励下才振作

起来。镇长贺丰收虽然个人能力强、基层经验丰

富，但有着办事不讲原则的弱点，其与书记周斌、

副镇长吴小蒿相互监督、优势互补才让班子力量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经山历海》反映了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

精神蜕变，用故事说明，乡村振兴“拧成一股绳”般

的团结协作，才可能把事办好、共谋发展。

下图为电视剧《经山历海》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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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阅读

钢琴协奏曲《黄河》，我从国内弹到
国外，从重要外交场合、重大纪念活动
弹到专场音乐会，它总是我最重要的保
留曲目

对于中国音乐而言，这首曲子是有
革命性的，它打开了中国音乐的一片新
天地，以绚丽的音乐技巧、丰富的感情
层次和波澜壮阔的音乐意境，形成了中
国音乐少有的雄壮的美学风格

《黄河》的灵魂是作曲家的爱国
心。它将爱国情感化为旋律，又将旋律
化作力量，所以，它不仅能钻进人心深
处，也能让人一边流泪一边获得精神慰
藉、情感共鸣

①

②

③

图为纪录电影《进城记》海报。


